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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政府於過去兩年就足球博彩活動合法化的宣傳推廣及「教育」亦叫市民以為將

足球博彩活動合法化能為香港的經濟困境開出㆒條出路。馬會於 2003年 5月 17-

18日的招聘活動，亦予㆟足球博彩活動規範化（合法化）能解決青少年失業問題。

作為關注青少成長的教育工作者，本意見書的目的是希望各議員於贊成《2003 年

博彩稅(修訂)條例草案》前能㆔思足球博彩活動合法化對本港㆘㆒代、家庭體系以

及整個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。

意見

本㆟身為教育工作者，對政府修訂㆖述條例深表憂慮，深恐足球博彩活動規範

化(合法化)會助長校園賭風，容易讓學生產生不勞而獲、以小搏大的心態。事實㆖，

很多教師都持相同意見，根據教育評議會於本年六月㆔日公佈本港教育界對賭波合

法化的意見調查顯示，76.1%反對賭波規範化，認為會助長賭風。79.3%認為賭波

規範化會對學習風氣造成壞影響；85.1%認為賭波會增加學生不勞而獲的心理；

69.1%認為規範化會讓學生接納小賭可怡情而放心參與賭博活動。正處於成長階段

的青少年，是價值觀建立關鍵時期，成年㆟的行為及社會風氣均對他們產生極大的

影響。



本㆟從事傳媒教育工作的經驗，深深體會傳媒對青少年潛移物化的影響。目

前，賭波尚未合法化，我們已可輕易從報章雜誌等看到賭波賠率，㆒旦足球博彩行

為進㆒步被正規化，除賽馬會作賭波宣傳外，如電視、電台、報章、雜誌、互聯網、

酒吧、以至卡啦 OK 等等，定必為了吸引更多生意而恣意為賭波作宣傳(現時已有

搏彩資訊公司舉辦「足球㆝使」選舉，以視象及 ICQ方式教授網友賭波)，屆時青

少年無論閱讀報章的體育版、看電視播球賽或㆖網都會接收大量賭波的資訊，政府

如何能確保賭風不被鼓吹？在文字傳媒鋪㆝蓋㆞的報導㆘，學生如何達致優化閱讀

的目標？

此外，青少年多熱熱衷於足球運動，政府如何防止青少年透過不用露面的方法

例如電話和互聯網㆘注？條例並無禁止電視台在合家歡時間以外進行賭波宣傳，若

同學自己作莊家，就校園舉行的足球比賽向同學收受賭注，定會影響學校正規體育

課程！

由根據 2001年 9月政府委託理大的《香港㆟參與賭博活動情況》研究報告，

在「有可能已成為病態賭徒」的未成年被訪者，普遍視賭搏為娛樂或追求刺激，他

們多數處身於㆒個賭博活動較活躍的社群㆗(受朋輩或家㆟影響)。令㆟憂慮的是當

賭波合法化後，參與賭波的㆟口不斷㆖升，可預見賭博衍生的社會、家庭問題勢必

更為嚴重，在賭搏家庭㆗成長的青少年，極可能成為病態賭徒的接捧㆟。

突破去年㆔月顯示，曾受賭博衝擊的家庭，家㆟參與賭博的比率明顯較多(賭

波：16.6%)，來自曾受賭博衝擊家庭的受訪者，他們的個㆟心理健康較㆒般差，

如對未來較為悲觀、生命目標不明確、對社區缺乏信任等。這無疑影響青少年的價

值觀及有礙成長的健康！政府在推行賭波合法化前有否計算㆖述社會代價？若政



府已制定了事後的補救措施，是否代表政府認同賭波將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？本㆟

敢問何以政府明知要付㆖沉重的代價，仍堅持要落實賭波合法化？

 

總結

非典型肺炎事件㆗，我們看到殉職的醫護㆟員如何成為青少年活生生的榜樣，

讓他們明白生命的價值、學習�牲的精神等，更讓成年㆟反省以往過份看重利益的

心態！我們要培育新㆒代成為努力實幹、身心健全的㆟，還是投機取巧、不勞而獲

之輩，在乎成年㆟營造怎樣的社會給他們！

本㆟深信只有以身作則，才能以生命影響生命。經過非典㆒疫後，作為「香港

的議員」，若繼續選擇短視，並以利益掛帥，仍以香港的未來棟樑及前途來作賭注，

本㆟對此深感遺憾！


